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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 摘  以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经济类中文图书的零借阅情况为数据源, 在统计、比较、分析

零借阅图书的基础上提出馆藏优化和质量控制的策略,即根据图书的零借阅情况控制入藏比

例、调整各类目图书数量、把握好出版社的选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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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献馆藏是图书馆的核心和灵魂, 图书馆的大

量工作围绕着馆藏建设开展, 新的图书不断进来,失

去价值的图书被剔除, 图书馆的馆藏体系始终处于

一个不断调整、吐故纳新的过程中。通过对馆藏体

系的有效优化和质量控制, 才能使图书馆的馆藏体

系保持健康和活力。

文献使用效率是衡量文献建设质量的一个重要

指标, 通过对用户利用图书馆馆藏情况的分析 ,能够

为馆藏优化和质量控制提供客观依据。尽管有时一

些颇有价值的图书也受到读者冷落, 但总体来看图

书的利用情况能够反映馆藏满足读者需求的程度以

及文献建设的实际水平, 尤其是通过对一定时期内

(通常为一年或更长时间 ), 一次都没有被读者借阅

过的图书 (零借阅图书 )进行分析, [ 1]能够比较直接

地掌握和了解馆藏图书的利用和老化情况。如 F类

(经济 )图书是高校购入量较多的图书, 近年来出版

剧增, 采购难度大,这类图书的质量控制和优化成为

各馆馆藏建设关注的重点之一。本文以上海师范大

学图书馆收藏的经济类中文图书为例, 通过对零借

阅图书的分析 ,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。

1 数据收集
选取数据源研究的时间段非常重要, 选择的图

书入馆年份过早或过晚, 图书利用率的调研都不能

客观地反映实际问题 [2]。一般来说, 图书入藏后其

随后两年的借阅情况比较有代表性。因此, 本研究

以 2007年 1月 1日 - 12月 31日上海师范大学图书

馆入藏的经济类中文图书为数据主要采集对象 ,分

析其在 2007和 2008两年的零借阅情况。同时为了

了解一年中不同出版年限图书的借阅情况, 也对

2008年经济类所有馆藏中文图书的零借阅情况做

了统计。因此, 通过汇文系统统计模块获取了:

# 2007年各大类中文图书的入藏量与利用率;

# 2007年经济类中文图书入藏清单以及 2007

- 2008年零借阅图书清单;

# 2008年馆藏所有经济类中文图书的零借阅

清单和借阅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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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零借阅图书分析
2. 1 经济类中文图书入藏与利用情况

通过统计发现, 2007年入藏经济类中文图书 4

962种,占 2007年总入藏量的 11. 2% , 在 22个大类

中排名第 3(见图 1 )。其中可以被读者外借的图书

4 844种。由于只供阅览的图书无法获取被读者利

用的信息, 因此下面的分析主要以可以外借的 4 844

种图书为对象。

  2007年入藏的 4 844种经济类可借中文图书

中, 在 2007- 2008两年中有 1185种没有被借阅过,

占 24. 5%。从图 2来看, 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

馆入藏的经济类中文图书的利用率在所有大类中排

名第 7,落后于入藏量排名。

2. 2 经济类中文零借阅图书类目细分与分析

类目细分后进行统计可以进一步了解哪些图书

利用率更高, 哪些零借阅图书占的比重大。表 1统

计了经济类二级类目中 2007- 2008年零借阅图书

种数和 2007年入藏的可借图书种数,以及零借阅图

书所占的比例, 除了统计 12个 (加 F-类 )二级类目

的零借阅图书情况, 也对二级类目中入藏量较大的

F2(经济计划与管理 )的零借阅图书情况进一步细

分类目统计分析。

从表 1可以看出,经济类二级类目中 F59(旅游

经济 )的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最低, 只有 1. 7%。说

明在经济类中文图书中 F59利用情况最好, 其背景

在于近年来的旅游热提高了此类书籍的利用次数,

上海市旅游专科学校合并于本校并设置了旅游学

院, 此类书籍成为专业学习和科研用书, 同时也表明

这一类别图书采购适当,符合了读者需求。其次, F7

(贸易经济 )的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也较低, 为

2118%。总体来看, 2007年入藏的经济类中文图书

中除了 F1(世界各国经济概况、经济史、经济地理 )、

F3(农业经济 )以及 F4 (工业经济 )入藏量较多、利

用率偏低需要调整外, 其他类别图书入藏量较多其

利用率也较高 ,零借阅图书所占比重大其图书入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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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也不多。二级类目中入藏量最多的 F2零借阅图

书所占比例较低, 对三级类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,

F24(劳动经济 )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最低, 只有

1414%。入藏的 F21(经济计划 )两本图书都没有被

借阅过, 而 F28(基本建设经济 )零借阅图书所占比

重也较高, 不过这两个类别的入藏量都不大。

表 1 2007年入藏经济类中文图书细分类目 2007- 2008年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统计

分类号 类 名
零借阅图书

(种 )
入藏可借图书

(种 )
零借阅图书
所占比例

F- 1 6 16. 7%

F0 经济学 89 391 22. 8%

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、经济史、经济地理 162 416 38. 9%

F2 经济计划与管理 410 1822 22. 5%

F2- 1 6 16. 7%

F20 国民经济管理 4 25 16. 0%

F21 经济计划 2 2 100. 0%

F22 经济计算、经济数学方法 21 90 23. 3%

F23 会计 65 310 21. 0%

F239 审计 15 58 25. 9%

F24 劳动经济 16 111 14. 4%

F25 物资经济 24 139 17. 3%

F27 企业经济 218 894 24. 4%

F28 基本建设经济 16 25 64. 0%

F29 城市与市政经济 28 162 17. 3%

F3 农业经济 62 140 44. 3%

F4 工业经济 51 102 50. 0%

F49 信息产业经济 (总论 ) 4 6 66. 7%

F5 交通运输经济 13 31 41. 9%

F59 旅游经济 4 235 1. 7%

F6 邮电经济 2 9 22. 2%

F7 贸易经济 171 785 21. 8%

F8 财政、金融 216 901 24. 0%

F大类 经济 1185 4844 24. 5%

2. 3 不同出版社零借阅图书分析

经济学文献出版社分布比较分散, 涉及到全国

460家左右的出版社, 占到国内出版社总量的

80%。[ 4] 2007年采购的经济类图书共涉及到国内

308家出版社,占经济类出版社的 70%左右, 其中可

供外借的中文图书共涉及到 301家。

按不同出版社拥有的馆藏可借图书种数进行划

分 (见表 2),入藏 200种以上的出版社 3家: 清华大

学出版社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,

分别入藏 272、240和 214种。入藏 100- 200种的出

版社共 9家, 入藏 50- 100种图书的共 14家, 入藏

少于 20种的出版社相对更多。可以发现, 20%出版

社的图书占了馆藏的 80%。

表 2 2007年入藏经济类可借中文图书出版社分布

购买图书种数 200种以上 100- 200种 50- 100种 20- 50种 10- 19种 1- 9种 总计

出版社数量 3 9 14 33 29 213 301

  有研究通过对 2002- 2005年被引用学术著作

情况进行统计, 利用 /累积 80%法 0的原理和布拉德

福区域分析定律得出出版量较大的 13家出版社 (经

济科学出版社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、机械工业出版

社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、清华大学出版社、中国经

济出版社、经济管理出版社、中国金融出版社、上海

财经大学出版社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出

版社、中信出版社、电子工业出版社 ),以及出版量一

般的 8家出版社 (商务印书馆、三联书店、中国社会

科学出版社、中国发展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、复旦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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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出版社、中国计划出版社、上海人民出版社 )为经

济学领域 /核心出版社0。[ 5] 13家出版量较大的核

心出版社 (表中* 号部分 )有 10家在 2007年入藏量

超过 100种,有 2家出版社入藏量超过 50种, 8家出

版量一般的核心出版社 (表中#号部分 )有 1家入藏

量超过 100种, 4家出版社入藏量超过 50种。由此

可见, 核心出版社的图书所占的比例很高。

从表 3可以看出, 入藏 100种以上中文图书的

12家出版社中, 清华大学出版社入藏量最大、零借

阅图书所占比例最低, 说明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品

质较高。上海人民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出版社、科学出

版社、机械工业出版社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也较低,

相对来说, 经济科学出版社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、

中国金融出版社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稍高。

2. 4 不同出版年代图书零借阅分析

统计中发现, 2008年经济类图书借阅 32 723册

次, 其中 2003 - 2008年出版的占 27 279册次, 占

8314%。一般当年出版图书在第 2年达到利用高

峰。图 3表明, 零借阅图书的比重随着年代推移不

断加大, 体现了与科技类图书类似的文献利用半衰

期原理。 1996年以前出版的图书超过 90%在 2008

年没有被借阅过。

表 3 入藏 100种以上中文图书的出版社

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统计表

出版社名称
零借阅
图书种数

入藏可借
图书种数

零借阅图书
所占比例

清华大学出版社 34 272 12. 5%

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107 14. 0%

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102 15. 7%

科学出版社 27 151 17. 9%

机械工业出版社 37 187 19. 8%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4 240 22. 5%

经济管理出版社 29 114 25. 4%

中国经济出版社 30 107 28. 0%
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3 115 28. 7%

经济科学出版社 71 214 33. 2%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4 100 34. 0%

中国金融出版社 47 127 37. 0%

3 馆藏优化和质量控制策略
3. 1 控制图书入藏比例

一般来说, 新书入藏量与图书借阅量成正比,借

阅量大的图书入藏量也多。这一比例反映了当前读

者的图书需求或阅读倾向, 因此可以成为确定新书

采购比例的依据之一。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,

2007年入藏的中文经济类图书, 利用率在 22个大

类中处于第 7位, 入藏量处于第 3位,需要进一步分

析其外借图书种数占当年所有大类外借图书种数的

比例。进一步统计发现, 2007、2008年经济类藏书中

被借阅图书占当年所有外借图书的 10. 2% , 而入藏

的比例为 11. 2% , 但经济类学科不是我校重点学

科。因此, 经济类图书的入藏应控制在 10%左右。

3. 2 调整各类目图书数量

馆藏中零借阅图书的产生, 大多是与学校设置

专业不匹配而造成的, 需要根据教学科研的发展,以

及不同类目图书的利用情况适当调整各类目图书数

量。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 F1中文图书入藏量较

大, 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较高, F3和 F4拥有一定的

入藏量, 零借阅图书所占比例也较高, 说明这几个类

别的图书读者的需求量不大。因此在今后采购中,应

注意调整这几类图书的采购量。而对于零借阅率较

低、借阅量又高类目的图书可以增加购书量, 对于上

(下转第 7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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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, 向发达国家学到了许多好的经验,同时也向世界

展示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成就。不可否认,

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, 不仅是中国图书馆学走

向世界的基础, 也是中国图书馆界充满自信的表现。

图书馆国际交流的前景非常广阔,在这方面, 我们还

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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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来说可以增加 F59入藏量。

3. 3 选择好出版社

通过对入藏超过 50种以上出版社图书的零借

阅情况进行分析, 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核心出版社

出版的图书利用率较高, 但是还有一部分核心出版

社出版的图书入藏量大, 但零借阅图书所占比重也

较高。因此, 在采购图书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是否是

核心出版社, 也要考虑出版社图书的利用情况 ,我们

可以采取如下措施: 对于既是核心出版社, 利用率又

较高出版社的图书进行 /网罗式0采购; 对于入藏量

大, 但零借阅图书所占比重较高的核心出版社要跟

踪了解图书的借阅情况, 在今后选购图书时对这类

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要精选; 对于非核心但其图书利

用率较高的出版社图书可适当增加入藏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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